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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受到融资约束的束缚,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中小企业破解

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新的渠道和途径。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中小企业在传统模式下融资方面产生的问

题；然后分析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产生的新的融资方式,阐述了中小企业要适应时代发展的机遇,必须

提升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外部资金来源；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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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ey have long been constrained 

by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vides new channels and approach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solve financing constraints.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face in financing under traditional models, and then analyzes the new 

financing methods that have emerg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herefor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need to adapt to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times and enhance external funding sources 

in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process. Finally, Finally, we rely on experience to propos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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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是国家为了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而兴起的概

念,2021年发布的最新版《中小企业分类标准规定（征求意见稿

修订本）》,根据企业的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和总资产划分为大、

中、小、微企业。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力

量,2021年工信部联合19个部门发布了《“十四五”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规划》,该规划指出力争2025年中小企业发展质量得到稳

步提高,聚焦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建立健全中小企

业融资的政策支持体系,提高中小企业融资的可得性,进一步增

强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023年国务院最新发文《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该意见指出,继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支持金融

机构、依托数字化渠道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支持中小企业、民间

各社会团体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提高融资效率,提升中小企业和

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

微企业融资约束。 

1 以往中小企业产生融资约束的原因 

1.1融资难度大 

一般来说,中小公司的资金实力不强、核心竞争力较弱、发

展受限。很难依靠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营业收入和自有资金

来更新公司设备、扩大公司产业,大多数中小企业为了实现自身

发展必须依托外部融资。我国相继推出了中小板,创业板,新三

板和科创板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上市

的门槛太高,各板块都要求中小企业在上市前需要有良好的现

金流和持续经营能力。并且科创板和创业板也大都是支持科创

型中小企业和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这就使得非科创中小企

业和初创期的中小企业很难在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并且中小企

业在债券市场融资的机制还不成熟,对中小企业发行债券融资

的要求高、发行种类少,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的可

行性较弱。 

那么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偏向于在间接融资市场通过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实现企业融资,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风险

和报酬的考虑更偏向于将资金贷给大型企业。甚至一些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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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流动资金支持企业的日常

经营活动,而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又在短时间内无法变现,从

而导致企业经营瘫痪,甚至破产倒闭,严重干扰了我国中小企

业的发展。 

1.2融资成本高 

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的利息成

本,一部分是企业的抵押担保成本。在企业的利息成本方面,中

小企业融资成本高离不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背景,由于在借贷

市场上,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远远大于资金供给,那么商业银行

等金融机构必然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要价。能付出更高成本

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资金。这就使得一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中

小企业由于贷款成本过高而退出借贷市场,丧失企业自身的发

展机会,而一些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进行

高风险项目的投资,可能引发企业投资失败的风险,从而增加了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

了规避这些风险,挽回收益,再次提高其他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

这就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在抵押担保成本方面,由于中小企业不公开自己的财务状

况和信用记录,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规避这方面风险,要求

中小企业需要提供抵押品。而大部分中小企业由于成立时间较

晚,且处于企业初创期,很难提供有效的担保品,只能抵押自己

的厂房和机器设备甚至有些中小企业被迫抵押自己的经营产品,

并且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偏向于让企业抵押担保获得融资而

非质押获得融资。这就使得中小企业难以扩大自身规模,而抵押

担保的评估费用,担保公司的担保费等费用完全由企业独自承

担,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1.3融资风险大 

融资风险大,中小企业在金融紧控形势下,受到多种不确定

性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更多的融资风

险。首先,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风险加大,

由于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很不稳定,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可能

使得中小企业市场经营环境发生变化,中小企业管理层一般难

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恰当调整,这就使得中小企业面临

比平常更高的风险,而直接融资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都比较看

重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得中小企业难以融资。比如,在货币紧缩

时期,市场上的资金供给减少,这就使得大量的中小企业难以在

市场上融到资金。 

其次,中小企业低下的管理水平必然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

风险,大多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教育水平较弱、对市场研究不足,

由于不能胜任其职位,使得中小企业发展后劲不足,而中小企业

的高淘汰率特征,会使得金融机构谨慎评估中小企业的融资风

险,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受到约束。 

最后,相较于将信息公开化的大企业,中小企业的信息基本

是内部的并且不透明的,并且有的中小企业做财务假账、抽逃资

金、信息不真实等原因,使得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信任中小

企业,因此投资者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来收集和分析企业的

质量。而这部分成本必然转嫁给中小企业,从而使中小企业在融

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增大了企业融资约束。 

2 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新的融资方式 

2.1银行业金融机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 

首先,大型银行和商业银行利用其人才、技术、资金等优势

全面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在网上支付、网络贷款和电商领域

取得不错进展。然后升级了产品服务模式,为中小企业和难以融

资的弱势群体提供高效、灵活的金融服务,提升了中小企业和弱

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可得性。 

其次,相较于大型银行虽然地方中小银行资金、人才、规模

等处于劣势,但是地方中小银行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拥有数据

优势,一方面可以促进金融自动化和风险数字化监控；另一方面,

可以提升增值业务,拓展其金融业务,开展线上信用评分,逐步

优化其小额贷款的流程。 

最后,新型银行运作模式-互联网银行的发展,互联网银行

的主要股东均有互联网背景；例如：蚂蚁金服是网商银行的大

股东,腾讯是微创银行的大股东等,互联网银行可以凭借客户在

互联网平台的交易数据、浏览记录等信息,用一套标准化评估方

式为客户信用评估,不再像传统银行必须要求客户提供财务报

表、抵押资产来评价客户资信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利于中小

企业融资。 

2.2科技公司从事金融业务 

科技公司从事金融业务,像阿里巴巴、  快手、京东、微信、

抖音等互联网企业,逐步开始涉足于金融领域,拓展了中小企业

的融资渠道。许多科技公司拥有客户多维数据优势,研究表明

以此为基础评价客户的信用较好,客户整体违约风险低,并且

节约了信息搜集成本,打破了与客户的时空距离,业务线上操

作,流程简单。截止目前,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已涉足支付、

信贷、征信等几乎所有的金融业务,并且为中小企业和弱势群

体融资方面取得不错成绩,实践着服务中小企业、支持实体经济

的使命。 

2.3信贷与投资信息撮合平台, 

中小企业可以在众筹平台向普通群众筹集资金支持中小企

业发展。众筹面对的对象是普通民众,具有投资金额少、融资风

险小、投资人数多等特点。与传统的融资模式相比,不再局限于

商业的价值评估,只要项目的前景好,也容易获得融资,中小企

业可以在众筹平台公布自己的财务状况、资金用途等真实信息

来获得融资。 

p2p小额信贷的兴起,通过互联网技术使借贷双方联系在一

起,无需其他中介认证,直接在网络平台完成投融资活动。p2p

平台允许投资者查看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还款记录等详细信息,

使双方建立信任,无需借款人到线下金融机构办理贷款,大大缩

减了借款成本。另外投资者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选择

期限不同、额度不同的金融产品,总之p2P平台的兴起,有效满足

了中小企业对资金的各项需求。 

第三方支付平台利用金融科技,为支付服务薄弱的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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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便捷、安全、个性化的数字支付服务,包括支付、结算、

查询等,这些支付平台依据支付数据,可以精密计算出中小企业

风险,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 

3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对策建议 

3.1数字技术应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深入,以大数据、移动互联、区块

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快速应用,可以支持多元化、便捷化的金融

服务,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拓展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完善

了金融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强了中小企业融资能力。对于中小企

业来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尽管过

去几年p2p平台发生的爆雷跑路现象,使民众对这种新的融资模

式产生了怀疑态度,但是监管当局也进行了严厉整理,如今网贷

平台仍可成为中小企业的高效融资渠道。在这一背景下,下一步

数字普惠金融应该提高其可信性和安全性,可信性是指数字普

惠金融能够提供可信的数据和模型,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建立信

任,通过系统精密的计算能够给借贷双方提供合理的定价,做好

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通过多维度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挖掘中小

企业的风险信息,把公司风险信息数据化,在平台之间建立信任

网络。经过可信的数据处理后使得借贷双方能够快速预测风险

和做出决策,为其提供风险与成本相匹配的融资服务,大大提高

安全性。安全性是指消减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平台所发生的金融

风险,继续推进区块链数据的可信性,对风险进行实时监管,比

之前获得更完善的风险大数据,消除“数据孤岛”和“信息孤岛”

等现象,创新金融科技,使中小企业在安全环境中获得融资。 

3.2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安全港 

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国内外不确定的金融环境,使得

金融风险的形成变得更加复杂,如何解决未知的各种风险,是当

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现代化技术构建的安全港,将有助于化

解即将出现的各种风险,并且有效隔绝其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

也具有对冲风险的功能,因此为了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于实

体经济,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安全港。第一,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主体的现代治理能力,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生

态系统中商业银行、非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公司等机构的公司

治理能力,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形成隔离风

险的机制,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加快金融机构的数

字化转型,第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象的金融素养,加强

金融知识的宣传,提升社会各方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认知,增

强中小企业和被传统金融机构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形成平台融

资意识。第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运营平台的监管,首先确保平

台规范化管理,其次确定监管的主体,最后制定有效的对策,保

障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运行,不同金融监管部门按照自己的相

关职能进行监管,确保中小企业在法律的允许范围内进行融资。 

3.3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针对不同的区域,实施差异化的支持政策,不同区域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文化都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影

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机制,并且不同的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也不同,因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地区的不同、企业性质的不同等方面实施不同的政策,推动

中小企业融资,保持其“普惠”初心。最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 结语 

在以往中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融资的困难较多,限制了中

小企业的发展,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背景下,中小企业要按照时

代发展的方向,加强对新兴融资模式的重视,提升风险防范与化

解能力,构建由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各社会组织及融资主体协

同作用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方案,摆脱之

前融资模式下的困境,促使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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